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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的电子商务专业多课程联动项目制一体化

教学改革探析 
潘越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00060 

摘要：分析电子商务专业项目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设计、授课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对项目制联动教学改革措施进行
了分析和建议，以期探索多课程联动一体化教学的有效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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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3 年“产教融合”首次在《关于社会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意见》
中提出至今，在政府、高校、企业等各方合力推动下，产教融合已
初见成效，2019 年 7 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6 部门印发《国
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产教融合进入由概念改革到行动
实施转变阶段。如何将“产教融合”落实到具体的教学行动，解决
并缩小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差距，实现教育与就业的零距离衔接，成
为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新方向。 

二、项目制教学存在问题 

1、教学设计缺乏联动性，学生难以形成对工作过程的整体认
知。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虽进行了项目制教学改革，但课程之间、学
科之间的相互联系较少，造成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工作缺乏配
合，教学资源浪费等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虽掌握各
领域的能力，但孤立的教育方式，学生很难对电子商务的经营活动
形成整体认知和全局意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其余工作环节缺乏
了解，造成工作沟通障碍，未达到复合型人才要求。 

2、学科型教学方式缺乏灵活性，与企业项目运作难以匹配 
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授课方式大多按照课表分课程进行，部分

院校单独设定学期末为实训周进行统一实训，这与企业的实际项目
的强实效性无法匹配。另外，一个项目的完成通常需要多部门多岗
位的协同合作，并分阶段实施，传统的课程教学方式无法与企业项
目进度融合，产教融合最终不能落实。 

3、教学考核评价缺乏“绩效评价”，学生的项目任务完成度
较差，“产教融合”流于表面。 

企业商业项目以“产能”、“绩效”为目标，学校的教学考核
评价仅针对学生对于知识技能掌握的教学评价。项目制教学中缺乏
“绩效评价”的缺乏，使得学生虽然在参与到实际项目中，但在意
识上对于项目任务的认知依然停留在“作业”上，其主观能动性缺
乏，无法实现“职业人”意识的培养。同时，作为企业方，将商业
项目引入学校后，项目完成质量无法保障，严重影响企业经营效益，
使得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降低。 

三、课程联动教学改革措施 

1、以行业面向不同层次岗位要求，阶段化人才培养目标，形
成系统化、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实现电子商务专业的产教融合教学实施落地，人才培养目标需
根据岗位层次阶段化，处于同一阶段的课程则根据多岗位同层次为
依据，以项目实施为载体，明确课程目标，梳理课程内容，实现课
程与课程之间的纵向衔接的同时，实现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匹配，
最终实现既拥有教育特点，又兼具工作实际的产教融合系统化、模
块化的课程体系。 

2、实施校企深度融合，形成研究基于商业项目实施的课程实
施一体化多课程协同联动教学。 

1）项目中岗位工作任务与课程教学任务相融合，实现教学内
容一体化 

由企业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商讨，根据阶段化人才培养目标，
筛选出能达到教学目标的实际商业项目用于教学，并用于同一阶段
的多课程中进行实施。同时，根据项目实施时实际参与人员的岗位

工种，明确项目中各岗位的职责与任务，并将其与参与的多个课程
的教学内容与目标融合，实现教学任务与工作任务的相融合。 

2）教学进度与项目实施进度相融合，实现授课方式一体化 
打破常规授课方式，摒弃传统排课方式，按照项目进度，将参

与课程的授课教师课表进行集中、统一、阶段性排课，以项目工作
进度安排教学进度，授课教师则按照项目中不同阶段的工作任务，
分阶段进行授课，保证项目的完整性并与企业工作进度同步，让学
生充分了解项目实施的情况与环节，形成全局意识。 

3）教师职能和项目经理职能融合，实现教育者职能一体化 
一方面，教师根据商业项目实施的进度、安排及目标，结合学

生学情和专业技能水平，梳理知识和技能点，并将其合理有效地融
入到商业项目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学生在知识点、技能点
上的不足，教师进行协助，将知识和技能讲解穿插其中，同时给予
学生指导和帮助，实现产教融合中项目任务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
教师兼具项目经理的工作职能，与企业教师一起对项目的进展、成
效进行监督、管控和评价，保证商业项目的顺利实施。 

3、建立项目绩效评价与课程教学评价有效结合方式 
1）形成过程化形成性教学评价为主，绩效评价为辅的产教融

合评价方式   
改变传统教学以考试为主的总结性教学评价方式，根据项目实

施中的关键性标的物设置教学质控点，对学生进行过程化、动态化
的形成性评价。在完成对学生项目任务完成质量的同时，将实际的
商业转化纳入到评价指标中，满足职业教育的教育性的同时兼具社
会性，帮助企业实现商业利润的同时，也让学生了解到具体商业项
目的质量评价标准，正确、全面、综合的认识岗位工作内容。 

2）形成学习表现与职业素养相结合的职业素养评价方式 
将企业的员工评价指标引入教学中对于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的评价中，将员工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并将授课教师、学生、
企业等三方纳入评价主体中，实现教师评价、同行教师评价、学生
自评、学生互评、企业评价等多主体的多元评价体系。 

五、总结 

由此可见，基于产教融合的电子商务专业多课程联动教学的改
革，需要建立在阶段化、模块化的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上，课程之
间的横向联系是支撑以项目任务为依托的多课程联动教学的根本
保障，同时，在教学中纳入一定的商业绩效考核既可以保证企业经
营的目标和利益，提升产教融合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又能让学生在
学习中感受并了解到岗位工作的实际情况，能从商业产出的角度更
好地完成对学习期间项目任务的思考，促进其向“职业人”的角色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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